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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旨在较为广阔与宏观的层面，自理论梳理和现实观照两维，回顾中西政体学思，比较古今政
体优劣，省思现代政体的民主内涵、立宪体制、共和承诺及其道德期许，阐发大众政治向往、公民憧
憬和邦国忧思之于优良政体的种种影响，特别是它们之于政制的政治选择、判断、责任和决断的复杂
关系，期为中国当下的政体转型预为理念作业。

　　这个时代不是别的，就是一个绵延超逾一个世纪的伟大转型的收束阶段，也是中国文明建设自己
的现代政治秩序的攻坚阶段。
无此优良政体，则建设“现代中国”、长逾一个半世纪的长程中国革命将顿失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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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身份与共和　　现代人几乎很难在民主与共和之间做出截然区分，也无意再做出截然区分。
大多数国家自称为共和国，实行的是各种各样的民主制度，似乎共和与民主是同义反复，可以相互替
代。
但回溯共和与民主的历史传统，会发现两者曾经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法理路。
共和以差异的存在作为前提，只有在差异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共和，无差异就无所谓共和不共和了。
古典共和赖以存在的差异主要是阶级或阶层上的区分，国王、贵族和平民是三个主要的阶级，古希腊
和古罗马的共和理念和实践，都是建立在这种阶级差异之上的，是不同阶级之间共治的一种体现。
而且，“共和”这两个汉字的原始含义，也是“共治”，《史记·周本纪》载：“召公、周公二相行
政，号日‘共和’。
”　　与之相反，民主则是以同一性作为前提，并且追求同一性，当然这种同一性指的是人民或民众
的同一性，且同一性的获得是通过消灭国王和贵族来实现的。
因此在近代以前，所谓的民主，就是民众的统治，基本上是一个贬义词，意指极端的平民政治，常常
被等同于暴民政治。
只是到了近代，绝对主义国家衰落，封建制度瓦解，伴随代议制的兴起和普选权的扩展，民主借尸还
魂，再次勃兴，并获得正名，从而成为极具普适性的政治模式。
与此同时，共和仍在一定范围内留存，君主立宪制国家通常被视为一种共和政体，更主要的是在人人
平等的民主政治之外，族群、阶级、性别这样身份差异仍然普遍存在并以各种方式介入民主政治中，
寻求新的存在形式，基于新的差异而来的共和政治仍然具有生命力。
由于绝对民主制被抛弃，普遍转向代议制民主，又由于代议制民主本身具有古典共和政体的遗风，因
此可以说代议制成为古典的民主与共和在近代的融合以及新的呈现方式，这也是民主与共和很难做出
截然区分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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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编者有感于。
旧邦新命。
依然是当下中圄的主要问题，而就如青年马克思所言，问题是时代的格言，遂着意于《历史法学》的
刊行，将长期积蓄的心事落实为编事，以法意演绎史义，藉史义揭示法意，而法意与史义者，人生与
人心也。
其基本命意在于，上接历史法学理路，由阐扬其思绪而践履其理念，通过省察民族国家法律生活的历
史理性，揭示中国文明规范体系的比较文化意义，从而求稗于中国当下的艰难历史转型，下启汉语文
明法律智慧的想象空间，以渐成汉语法学，为中国人世生活提炼和展现规范世界的意义之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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